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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view of the content dispersion, strong professional and the lack of practice teaching 
resources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Logistics Equipment, a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V-WE teaching 
and training system as a teaching case is put forwar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course, we 
focus on the training of actual equipment’s structure and motion principle, adopting the process- 
based evaluation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students’ grades. The actual teaching 
practice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is course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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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现代物流装备》课程内容分散、专业性强、实践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提出了以V-WE教学实训系

统为教学案例的教学模式，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实际设备结构，运动原理的培养，采用过程评价方

法对学生课程成绩进行综合评定。本课程的教学改革经过实际教学实践，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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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物流装备课程是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院物流系物流工程专业限选考试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对现代物流装备技术的分类、原理与应用充分了解，具有掌握现代物流装备设备结构，运动原

理的能力。本课程涉及物流活动过程中的储存、运输、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等基本环节所

使用的各种装备及其所构成的各种物流系统的基本功能、结构特点、技术参数、操作方法等。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全面认识和理解物流装备的基本概念与分类，学会从物流系统的角度去把握物流

技术装备的原理与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益。同时，使学生熟悉物流各环节的主要机械设备的用途和选用，

具备初步的物流装备机械结构设计能力，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学生以后从事相关的工作奠定

基础。 
由于物流需求增长快速，同时提出了更高的物流服务水平，建立高效的、合理的物流网络系统成为

必然。但是物流网络系统中的每个节点、环节的运作完全离不开物流技术装备。可以说，离开了现代物

流技术装备，就谈不上现代物流的运作。现代物流装备在现代物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 

2. 教学方法改革 

《现代物流装备》课程涉及的内容是发展迅速、综合性和实践性非常强的现代物流设备，要求任课

教师不仅要熟悉现代各种运输和搬运设备，还要掌握机械方面的相应知识，最好是有现场的实际工作经

历，对教师综合能力的要求非常高[2]。要提高本门课程的教学水平，老师应该转变以前以教师为中心，

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在设备基础知识的讲解后，尽可能多地采用 V-WE 实训平台的案例教学方

法，使用虚拟教学环境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同时通过实训平台的 DIY 过程巩固理论知识，感知实际设

备的使用技巧，提高教学效果。 

2.1. V-WE 教学实训系统 

《现代物流装备》课程的教学过程，最好是能先给学生一个设备的感性认知，对着实际的设备去讲

述其原理，结构，学生就不会感到枯燥，利于学生对现代物流装备的整体认知和对原理部分的掌握，从

而很好地学习现代物流装备；另外一方面由于物流装备种类繁多且价格昂贵，任何一个物流实验场所都

不可能提供所有的物流设备，尤其在实验室建设中由于资金、维护和实验人员配备等问题，实验条件很

难得到满足。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使用虚拟的物流实训教学系统进行教学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V-WE
教学实训系统能弥补无法看到或操作到设备实物的最好的替代方法。通过 V-WE 实训平台，不仅可以模

拟出实物的三维形状，而且可以多角度的模拟出设备的操作方法与运行方式、原理，学生可观看 V-WE
实训平台中相关视频，而且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操作”设备。V-WE 教学实训系统的应用不仅能够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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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实际物流设备种类不足的缺陷，还能与实践基地结合起来使用，达到更好教学效果。 

2.2.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就是把学生纳入模拟或者重现的场景中，并组织学生讨论或研讨的一种教学方法。由于物

流技术装备的复杂性，在课堂上仅采用 PPT 及有限的图片很难使学生理解和掌握物流装备的工作特点、

环境及其性能。另外，由于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迅猛发展，现代物流装备在技术和种类上都有

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必然要求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以期在授课的过程能紧

跟物流装备发展的水平。 
V-WE 实训系统中包含 59 实训个任务，每一个任务均包括 1~3 分钟的演示与讲解，1~15 分钟的 DIY 

(实践)和点评过程。在 V-WE 实训系统中，先播放这 1~3 分钟的演示与讲解，需要停顿和补充的地方由

教师随时控制。例如在讲解叉车章节时，配合实训系统，先给学生演示叉车的结构，再进一步演示前移

式叉车，电动托盘叉车，重力平衡叉车的结构，每一种叉车都有相应的 DIY 操作；后面再介绍叉车的操

控系统，叉车的注意事项，使用叉车的安全事项；货叉的使用，叉车的行驶，叉车的停放，叉车的维护；

每一个任务都配合实际仓库环境的模拟，让学生能够真实地看到实际叉车的样子，感受实际叉车每部分

的运动原理，使用计算机亲自操作真实的叉车。最后叉车这部分还有一个叉车的综合练习，没有演示和

讲解，是一个 15 分钟的 DIY。这个任务是对以上叉车知识的综合考察，通过此 DIY，能对学生以上章节

的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进行很好的测评。这个 DIY 完全是模拟实际仓库环境中的电动叉车的使用过程，

采用类似于同学们热爱的游戏的方式来呈现的。具体界面使用情况见图 1，图 2。 
在存储设备这一章节，共安排了 12 个任务，序号是实训任务的 19~实训任务的 30；包括托盘式货架，

滑过式货架识别与使用、驶入式货架识别与使用、驶过式货架识别与使用、推回式货架识别与使用、流

利式货架识别与使用、悬臂式货架识别与使用、阁楼式货架识别与使用、货架的使用与维护、托盘的使

用与维护、立体自动仓储系统、滑托盘的使用与维护。V-WE 实训系统以案例的形式详细讲述了各种类

型的存储设备，能让学生亲眼看见各种仓储设备的结构，还以三维立体动画的形式对各种设备的结构、

运动原理和实际操作进行了模拟和回放。每个任务后面的 DIY 巩固了学生对每一种仓储设备的结构、运

动原理和在实际仓库存、取货的方式的理解和操作。立体仓库的演示和 DIY 实例见图 3，图 4。 
 

 
Figure 1. Description of forklift integrated DIY task  
图 1. 叉车综合 DIY 任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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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elp of forklift integrated DIY driving simulation  
图 2. 叉车综合 DIY 驾驶模拟帮助 

 

 
Figure 3. Demonstration of stereoscopic warehouse  
图 3. 立体仓库演示 

3. 倡导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过程性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过程评价强调学生的结业成绩不仅仅主要来源于期末的一纸考卷，其成绩的构成应该在整个学期的

过程中，要使得学生的结业成绩形成于课程学习的全过程。注重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技能

的提高，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对学生实时监控，及时对学校质量和效果做出判断，记录成绩，该过程成绩

要反映在结业成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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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tereoscopic warehouse DIY 
图 4. 立体仓库 DIY 

 
现代物流装备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较强，在教学过程贯彻“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原则，主要采用课堂讲授和以 V-WE 实训系统案例教学，全面地阐述物流设施与设备的相关概念、基

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及相关术语，着重于重点的归纳﹑难点的剖析和讲解，同时注意教学内容

的及时更新，从最新的国外教科书、期刊、杂志及因特网上广泛收集现代物流设施与设备方面的最新成

就、最新进展等相关资料，提炼教学内容，增加课程的趣味性、时代感，开拓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

摄取新知识的本领；通过引入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施教方法，启发、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发挥学生科

学想象力，深化概念，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同

时安排必要的实验环节，使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密切联系实际。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考试课。但结业成绩由以下结构和比例组成：根据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进行综合

评价，所占比例分别为 50%和 50%。其中平时成绩由考勤和平时表现(占平时成绩 20%)、阶段测验(2~3
次，占平时成绩 30%)、作业与报告(占平时成绩 20%)、实验(占平时成绩 30%)等共同组成。期末考试为

闭卷考试。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多次评价，结业成绩由这些多次评价的结果组成。 

4. 结语 

《现代物流装备》是一门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实验条件、实习资源不充分的情况下，采

用以 V-WE 为教学案例的教学方法，通过实施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过程性评价，改革教

学过程，考核手段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意识和能力。通过几轮教学，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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